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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情境的单元教学设计与优化研究 

       ——以“产业的区位因素”章节为例 

摘  要：单元教学思想在培养核心素养、落实学科育人价值上具有较大优势。单元

教学设计倡导创设贯穿教学始终的学习情境，本文以新人教版必修第二册《产业的区位

因素》为例，通过对比不同情境下单元教学的优缺点，不断反思和优化单元教学策略。 

关键词：单元教学,教学设计,不同情境,优化教学 

引  言：笔者在教学中采取了单元教学设计的方法，在方崎等老师的基本思路上略

作修改，如下：一是确定单元学习主题，二是明晰单元学习目标，三是创设贯穿单元学

习始终的情境，四是分解课时学习内容与任务，五是设计学习评价方式[1]。在创设贯穿

单元学习始终的情境过程中，因遵循情境具有开放性，产生了不同的方案，因此确定的

单元教学设计也有差别。笔者对比了不同情境的优缺点、不同学习情境下学生的探究内

容的充实度及学习目标的达成度，目的是优化单元教学的策略。本文选取的单元为人教

版必修第二册“产业的区位因素”。 

一、学习主题和学习目标的确定 

“区位”是人文地理的核心概念，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学生学习该概念后，

可将其作为学习工具，应用于新的情境中，灵活解决城市规划、产业发展、交通站点或

线路的选址规划等问题。依据高中课程标准：“结合实例，分析工业、农业、服务业的

区位因素” [2]，本单元以“区位因素”为大概念，说明“区位因素”在产业发展中的应

用。通过分析产业发展的区位因素，不断发现、论证“区位因素”大概念的作用。合理

的区位选择是建立在区域认知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思维方法做出因地制宜的选择，其过

程是地理实践力的落地，目标是追求人地协调。因此，本单元可在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

素养，促进形成可持续发展观、人地协调观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基于以上考虑，确定本

单元的学习主题为“产业的区位因素”。 

学习目标是基于学科核心素养、课程标准、学情及本单元地位，从学生学习的角度

明确单元教学意图所在，让学生明晰通过单元教学能“到哪里去”。 “产业的区位因素”

的学习不仅仅服务于产业的发展，更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运用区位理论总结城

市建设的相关学习内容，又可以服务于后期的交通规划的学习，最终形成初步的人地协

调观，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基础，更是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以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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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学习目标确定为： 

1.运用资料，理解“区位”和“区位因素”的概念，能结合案例对常见区位作出辩

证性思考，明确合理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初步建立正确的发展观和人地观。 

2. 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农业的概念和特点，提升地理实践力；结合具体案例，说

明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对农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构件区位分析模型；提升区域

认知和综合思维的同时，认识农业生产须尊重自然规律，树立人地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 

3.结合具体案例，利用时空综合的角度说明工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提升区域认

知和综合思维能力。 

4.通过对服务业的调查研究，说明影响服务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的原因，能够用

综合思维、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地理现象。 

二、不同单元教学情境的产生 

传统的课时教学设计是将不同章节的内容单独设计，创设碎片化的教学情境，以

“点”的形式实现教学目标。单元教学设计则打破传统课时的束缚，从整体的角度对多

课时的教学内容统一设计，倡导选取贯穿单元教学始终的大情境，该情境更接近于真实

研究课题，要求情境具有真实性、综合性和可探究性。教学情境的选择具有开放性。结

合学情和国家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笔者准备两个待选学习情境：一是在国家的产业扶

贫脱困、建设主体功能区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结合蚌埠怀远县特色农业——石

榴产业的发展，将情景一命名为：“小石榴，大产业”。二是结合蚌埠正处于从“工业

老城”向“产业新城”转变的过程，将情境二命名为：“蚌埠地区产业的发展”。 

从两个情境出发，分别设计单元教学内容。 

情境一“小石榴，大产业”：蚌埠怀远石榴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不仅“颜值高”，

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3]从农业区位因素角度可探究内容有：怀远石榴种植区选址、

产量与种植规模大小、石榴品种的选择与品质的控制、石榴产品的市场等的区位因素及

其变化分析；从工业区位因素角度可探究内容有：石榴可以加工制成众多的工业制成品，

如酿酒、化妆品、药材等，怀远县相关加工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从服务业区

位因素角度可探究内容有：在怀远县，有众多的为石榴种植、运输、销售等相关服务业，

同时石榴种植也促进文化产业、采摘旅游业的发展，与石榴种植相关的服务业区位因素

及其变化分析。蚌埠如何以石榴种植为核心，依赖“小石榴”发展“大产业”？为家乡

石榴产业做大做强献计献策。据此情境形成的单元整体设计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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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情境一单元整体设计 

情境二“蚌埠地区产业的发展”：2021年5月，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范围划定，占地

面积19.91平方千米，重点发展硅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打造世界

级硅基和生物基制造业中心、皖北地区科技创新和开放发展引领区。蚌埠从“工业老城”

向“产业新城”转变，蚌埠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区位因素发生了哪些变化？据此情境形

成的单元整体设计如图2所示。 

 

 

 

 

 

 

 

 

 

 

 

 

 

 

 

 

怀远石榴是中国地

理标志产品，不同品种

怀远石榴各具特色。过

去怀远石榴面积很小、

石榴品种混杂、很多冒

牌怀远石榴在销售,严

重影响了怀远石榴的

品牌声誉。由于产量

少,也制约了石榴精深

加工的进一步发展,从

而影响整个石榴产业的

发展。怀远如何依赖“小

石榴”，做大做强发展

“大产业”？ 

 

情境 问题 

怀远石榴生长习性、分

布、品质、用途等有何

特点？ 

影响怀远石榴种植的

区位因素有哪些？ 

影响石榴精深加工企

业布局和发展的区位

因素有哪些？ 

怀远石榴带来了哪些

服务业？影响它们布

局和发展的区位因素

有哪些？ 

课 程

标准 

人 文 地 理

研究方法 

结合实例，

说明农业、

工业、服务

业的区位

因素。 

知识点 

通过某农作物种植区

的分布理解区位、区

位因素的概念。 

从产业融合发展的

角度理解农业与工

业、服务业的关系，

说明工业、服务业的

区位因素。 

运用农业的区位因

素分析农产品的种

植区分布、种植规

模、产品品质和市场

条件。 

通过学生熟悉的商业

广场说明服务业的区

位因素及其变化。 

蚌埠，安徽省北部

地级市。史载蚌埠“古

乃采珠之地”，故有

“珍珠城”、“淮上明

珠”之称。蚌埠市作为

安徽省重要的综合性工

业基地  ，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   ，区域性中心

城市 ，城市的形成和发

展和哪些因素有关？作

为“老工业城市”的蚌

埠怎样才能顺利向“新

产业城市”转变？ 

 

情境 问题 

什么是区位及区位因

素？蚌埠的发展方向

为何发生了变化？ 

蚌埠怀远石榴种植产

业如何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蚌埠玻璃产业发展的

区位因素发生了哪些

变化？ 

蚌埠不同区域的万达

广场商业发展现状有

何差异？ 

课程标准 

人 文 地 理

研究方法 

结合实例，

说明农业、

工业、服务

业的区位

因素。 

知识点 

通过城市的位置认识

和理解区位、区位因

素的概念。 

通过地区优势工业

说明工业区位因素

的发展变化。 

通过特色农业的发

展说明影响农业的

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6%80%A7%E7%BB%BC%E5%90%88%E4%BA%A4%E9%80%9A%E6%9E%A2%E7%BA%BD/234812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6%80%A7%E7%BB%BC%E5%90%88%E4%BA%A4%E9%80%9A%E6%9E%A2%E7%BA%BD/2348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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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情境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三、不同情境下单元教学的对比 

情境一“小石榴，大产业”是在国家的产业扶贫脱困、建设主体功能区等国家

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以产业融合的形式统筹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情境

二 “蚌埠地区产业的发展”是在蚌埠正处于从“工业老城”向“产业新城”转变的

区域发展背景下，以区域内三大产业中的优势产业为例，说明影响工业、农业、服

务业的区位因素。通过对比，两个不同情境产生的教学主题各有优势和不足，现从

情境贯穿教学过程的程度、探究内容的充实程度和学习目标的达成度等方面对比分

析。 

首先，情境贯穿整个单元教学过程的程度。情景一“小石榴，大产业”主线鲜

明，能紧密的将分课时探究内容贯穿起来，更利于学生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关注家乡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情境二“蚌埠产业的发展”较情境一相比，课时之间探究内容

衔接相对较弱，各课时围绕蚌埠当前的发展策略，以“石榴种植产业”、“玻璃产

业”、“蚌埠不同商圈的发展”等优势产业对蚌埠农业、工业、服务业中的区位因

素展开探究。 

其次， 探究内容的充实程度和学习目标的达成度。情境一第一课时：“怀远石

榴”种植历史悠久，从宏观尺度上看，怀远石榴品质高与区域内气候、地形、土壤、

种植历史与技术等因素密切相关；石榴种植规模较大，种植区数量较多，种植区之

间小尺度差异也比较大。因此，石榴种植产业发育程度比较高，且随着石榴种植技

术和交通运输条件、产品需求市场等因素也都在发生变化，作为农业区位因素分析

的典型案例，便于学生考查、比较不同区位因素对石榴种植的影响。第二课时：石

榴的深加工制造业目前以石榴酒酿造为主，其他利用方面受技术、市场等限制，开

发利用较少。石榴酒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怀远县城，可以作为工业区位因素的突破

口，探究石榴酒酿造企业的分布特点。但工业区位因素的变化方面，石榴酒生产制

造因发育程度低，案例分析突破口不够。其他加工业的发展可利用的材料并不多，

所以该部分可探究内容较少。第三课时：石榴种植产生的服务企业众多，如技术服

务、运输服务、销售服务、文化宣传及采摘旅游服务等。不同企业区位选择差异较

大，便于归纳服务业的区位因素，区位因素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电商销售渠道的加入

使销售方式发生变化，与工业的区位因素类似，可探究内容较少。综上所述，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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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农业区位因素的探究上可探究内容较丰富，利于学生达成学习目标。而在工业、

服务业的区位因素尤其是区位因素的变化上显得材料不够充分，不利于学习目标的

达成。与情境一相比，情境二分别选取蚌埠的优势产业分析，所选案例均为行业中

代表产业，发育程度高，与时代发展变化紧密结合，与课程标准“结合实例说明工

业、农业、服务业区位因素”吻合度高，更利于学生从时空的角度探究区位因素及

其变化，利于学生更好的达成学习目标。 

四、不同教学情境在单元教学中的优化 

     针对不同教学情境存在的问题，笔者在单元教学中做了不同的优化。教学情境

一虽能贯穿整个单元教学，但在工业和服务的区位因素，尤其是区位因素的变化上

支撑材料不够，削弱了学习目标达成度。优化方案是采取进阶式设计分课时任务，

循序渐进的完成多样化的任务群，设计如图3所示。为了完成进阶式探究，特增加书

本经典案例，以案例迁移的方式让学生从石榴工业和服务业走出来，实现分析方法

的迁移。 

 

 

 

 

 

 

 

 

 

 

 

 

 

 

 

 

 

 

图3 情境“小石榴，大产业”学习进阶 

教学情境二“蚌埠地区产业的发展”问题是情境在贯穿整个单元教学设计上要弱于

情境一，为了增强课时之间教学设计的整体性，采取了以下优化方案：首先，结合蚌埠

正从“工业老城”向“产业新城”转变的时代背景，突出蚌埠产业的融合发展之路。如

在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分两个课时，其中第二课时增加石榴种植业的融合发展策略的

农业的区位因素 

工业的区位因素 

服务业的区位因素 

任务 1：通过怀远石

榴种植业案例分

析，熟悉农业的区

位因素及其变化。 

任务 2：归纳总结区

位因素的方法，学

会分析产业发展的

优势区位因素和限

制因素。 

任务 3：将区位因素

分析方法运用于石

榴酒厂的区位选择

分析。 

任务 4：比较工业和

农业区位因素对区

位选择的差异。 

任务 5：探究区位因

素变化的原因。（课

本案例——北京首

钢的变迁） 

任务 6：探究石榴带

来的相关服务业的

区位因素及其变

化。 

任务 7：开办石榴文

化艺术节对石榴种

植、石榴加工工业

的影响。 

任务 8：石榴产业融

合发展，做大做强

的对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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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服务业区位因素的变化中突出现代化信息技术服务对工业、农业发展的影响。

其次，采取总——分式分课时设计，整体结构设计图如图4所示。增加区位理论作为第

一课时，除介绍区位理论外，新增区位选择的合理性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蚌埠地区不同

时期产业发展政策的变化等内容，从区位选择的方法和人地协调观的培养上增强课时之

间的联系。  

 

 

 

 

 

 

 

   

 

 

图4  情景二整体结构 

 

五.结束语 

单元教学意味着打破传统的分课时教学设计，需要对教学内容重组并创设能贯穿整

个单元教学的真实情境，而教学情境是多元化的、开放的，不同的教师或学生创设的情

境各不相同，但情境创设的原则不变——真实性、科学性、可探究性；指导思想是统一

的，即落实学科核心素养，实现学科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教学情境可能是不完美的，

需要教师在以上原则和指导思想上结合学情、单元地位、时代发展背景等不断的完善，

使其更好的为单元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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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怀远石榴  ．中国地理标志网http://www.zgdlbz.com/ 

区位理论 

农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以怀远石榴种植业为例 

工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以蚌埠玻璃产业为例 

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以蚌埠商业中心发展为例 

区位选择 人地协调 

综合思维 

区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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